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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历史与沿革

向　 刚ꎬ 容　 丽∗

( 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

摘　 要: 自 ２０１７ 年参加“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植物子平台以来ꎬ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

标本室除了数字化植物标本以外ꎬ还挖掘、整理了贵州师范大学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历程ꎮ
经过 ３ 年的艰苦努力ꎬ最后向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提供了１０ ０４４份信息齐全的植物标本ꎮ 通过此次植

物标本数字化工作ꎬ彻底摸清了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的家底ꎬ盘活了标本室的库存ꎬ使
得老一辈植物地理学家黄威廉等老先生 ６０ 余年的科研成果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ꎮ 通过植物标本的数字化工

作ꎬ挖掘整理出老一辈精彩的植物标本采集史和学术故事ꎮ 在标本数字化的过程中ꎬ学生和老师都对植物标

本以及植物标本背后的故事有了新的认识ꎬ对植物标本数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了更深的体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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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在科技部和财政部(简称“两
部”)支持下ꎬ原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积

极有序地组织推进全国各地植物标本馆的数字化

进程ꎬ组织国内一百多家植物标本馆开展数字化

工作ꎬ累计完成近千万份标本的数字化表达ꎬ并面

向全国开放共享ꎬ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贵州师范大

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是参建单位之

一ꎮ 通过本次数字化工作ꎬ除进行植物标本的本

底清理ꎬ盘活库存外ꎬ同时对本馆的历史和沿革进

行彻底的挖掘ꎮ

１　 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历程

１.１ 创立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原地理

系)成立于 １９４１ 年ꎮ 植物标本室创始人黄威廉教

授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出生于江苏南京ꎬ祖籍为台湾新竹

县ꎮ 其父亲黄国华教授 １９１６ 年考入日本东京大

学农学部攻读蚕桑专业ꎮ 以优异成绩毕业后ꎬ经
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日本考察实业的贵州省

财政厅副厅长熊述之ꎬ遂接受其邀请到贵阳任教ꎮ
１９１９ 年到贵州省立农林学校担任植物学、动物学

教员ꎬ同时兼任贵州省立垦殖局顾问ꎮ 期间ꎬ在垦

殖局所辖地区图云关一带绿化荒山ꎮ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ꎬ黄国华任(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系主任兼教

授ꎬ讲授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课程ꎮ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ꎮ

１９４４ 年至 １９５０ 年期间ꎬ黄威廉先后就读于西

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台湾大学和贵州农学院ꎬ
专业涉及植物学、林学、农学ꎮ 在西南联合大学求

学期间曾师从吴征镒、郑万钧、秦仁昌等著名学者

学习植物分类学ꎮ
１９５３ 年ꎬ黄国华教授与黄威廉教授赴贵州师

范大学(原贵阳师范学院)任教ꎮ 由于院系调整ꎬ
刚调入贵阳师范学院理化系的助教黄威廉被调到

地理系担任植物地理学教师ꎮ 野外实习期间带领

地理专业学生到贵阳黔灵山区域采集植物标本ꎬ

开始了创立贵州师范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工作ꎮ 在

此期间采集的这一批标本亦为贵州师范大学第一

批植物标本ꎮ
由于植物地理学是苏联教学计划中的课程ꎬ

在中国从未开设过ꎬ因而也没有可借鉴的书籍和

研究成果ꎬ师资、标本室也十分缺乏ꎬ亟待培养和

建设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ꎬ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生物

系设立植物地理进修研究班ꎬ请苏联专家莎芭琳

娜为导师来培养人才ꎮ 进修教师与研究生从各高

校生物系中选调ꎬ而地理系的进修教师须从综合

性大学中选调ꎬ当时的贵阳师范学院没有成立生

物系ꎬ也不属于综合性大学ꎮ 于是ꎬ贵阳师范学院

上报教育部请示争取进修名额ꎮ 教育部收到函件

后通知华东师范大学ꎬ该校生物系专门出了五道

考题ꎬ需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研修班学习ꎮ 黄威廉

以优等成绩进入研修班ꎮ 在进修期间ꎬ华东师范

大学研修班组织庐山植物学考察并采集了大量植

物标本ꎮ 黄威廉教授将所采集植物标本带回贵

州ꎬ此批标本为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

院标本室的第二批库藏植物标本(图版Ⅰ)ꎮ
１９５８ 年ꎬ教育革命成果在北京举行展览会ꎬ黄

威廉赴北京听取了植物分类学权威塔赫他间、草
原学权威拉弗连柯、植物形态学权威巴拉诺夫的

讲学ꎬ对植物地理学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ꎮ
１.２ 发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系教师屠

玉麟调至地理系任教ꎬ与黄威廉教授一起开展植物

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ꎬ采集了部分植物标本ꎬ
后由于“文革”原因使科研工作中断ꎮ １９７５ 年ꎬ屠玉

麟教授向贵州省林业厅申请木材准备制作新的规

范的植物标本柜ꎬ获批后赴贵州省惠水县祥摆林场

拖运木材ꎬ期间发现祥摆林场植物多样性较丰富ꎬ
随后组织植物标本采集队伍赴该地采集植物标本ꎬ
使得植物标本室的库藏规模得以扩大ꎮ

１９７８ 年ꎬ贵州师范大学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ꎬ
研究方向为植物地理学ꎬ导师为黄威廉教授ꎬ研究

生为杨龙、方世昭ꎮ 有了新鲜研究力量的加入ꎬ 我

０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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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Ⅰ　 标本室创立早期采集的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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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进入快车道ꎮ
１９６４ 年ꎬ黄威廉教授发表的“贵州喀斯特植

被”是我国最早提出亚热带岩溶植被的分类系统ꎻ
１９６６ 年提交的“贵州几个天然林的保护与利用问

题”是较早提出在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之

一ꎮ １９７８ 年由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梵净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贵州省第一个自然保护

区ꎮ １９７８ 年开始ꎬ黄威廉、屠玉麟、王培善、杨龙、
方世昭等多次在梵净山区域开展植物地理学研

究ꎬ并采集植物标本(图版Ⅱ)ꎮ
作为生长在北半球、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珍

稀植物冷杉ꎬ按照植物的演化规律ꎬ本应连片生

长ꎬ但是在贵州高原却出现了间断ꎮ １９７９ 年在讨

论“贵州森林”的会议上ꎬ黄威廉坚定地说:“周围

邻省都有冷杉分布ꎬ特别是近年来湖南和广西都

发现了冷杉ꎬ贵州也一定有ꎮ 如果没有发现ꎬ那是

我们的工作不到位ꎮ 估计将来不是在西部的盘县

八大山ꎬ就是在东部梵净山ꎬ一定能发现冷杉”ꎮ
随后黄威廉教授带领科学考察队跋涉于盘县八大

山、 赫章韭菜坪、 大方九龙山等地ꎬ 仍未能找到冷

Ａ.１９８４ 年ꎬ中美植物地理梵净山考察(梵净山顶)ꎻ 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屠玉麟教授在梵净山压制植物标本ꎻ 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初ꎬ屠玉麟教授及杨龙教授在梵净山山顶承恩寺遗址压制植物标本ꎻ Ｄ. １９７８ 级植物地理方向硕士研究生杨龙、方世昭在梵净
山整理和鉴定植物标本ꎮ
Ａ. Ｉｎ １９８４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Ｐｅａｋ)ꎻ Ｂ.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Ｕ
Ｙｕ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ｔ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Ｃ.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Ｕ Ｙ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ＹＡＮＧ Ｌｏｎｇ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ｅ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Ｄ. ＹＡＮＧ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ａｏꎬ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１９７８ꎬ ｓ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图版 Ⅱ　 标本室快速发展阶段采集并压制植物标本
ＰｌａｔｅⅡ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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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屠玉麟、王培善等教授在赤水开展植物地理考察ꎻ 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黄威廉、屠玉麟教授在标本室鉴定
植物标本ꎮ
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ＴＵ Ｙ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Ｐｅｉｓｈａ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ꎻ Ｂ.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Ｕ Ｙｕｌ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图版 Ⅲ　 标本室成熟阶段采集并鉴定标本
Ｐｌａｔｅ Ⅲ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８０ 年代老标本修复和整理ꎻ Ｂ. 给沉睡 ４０ 年以上的植物标本清扫除尘除虫ꎻ Ｃ.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８０ 年代老标本修
复ꎻ Ｄ. 清洁数字化的植物标本ꎮ
Ａ.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ｌ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ｓ ｔｏ １９８０ｓꎻ Ｂ.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ｎｅｄꎬ
ｄ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ｗｏｒｍｅｄꎻ Ｃ.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ｓ ｔｏ １９８０ｓꎻ Ｄ. Ｃｌｅａｎ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图版 Ⅳ　 植物标本修复、整理及数字化
Ｐｌａｔｅ Ⅳ　 Ｒｅｐａｉｒꎬ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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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的踪迹ꎮ 在 １９８１ 年梵净山的综合科学考察中ꎬ
终于在２ １００ ~ ２ ３００ ｍ 的烂茶顶发现了上百亩的

冷杉林ꎬ黄威廉教授将其命名为梵净山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Ｌ. Ｈｕａｎｇꎬ Ｙ. Ｌ. Ｔｕ ｅｔ Ｓ. Ｚ.
Ｆａｎｇ)ꎬ并发表于«植物分类学报» (１９８４) ２２ 卷 ２
期ꎬ是目前为止全球最晚发现的北半球冷杉属新

种ꎮ 梵净山冷杉林的发现在植物地理学、植物分

类学、古气候学、冰川学、森林分布学、森林遗传学

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ꎬ也为亚热带地区能

够完整保存古冰川时代的植物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梵净山冷杉模式标本现保存于我院植物标本

室中ꎮ
１.３ 成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屠玉麟教授、王培善教授

组织科学考察队伍赴赤水考察并采集植物标本ꎬ
为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科技

支撑(图版Ⅲ)ꎮ １９８４ 年ꎬ赤水县人民政府建立了

“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ꎬ黄威廉、屠玉

麟、杨龙等教授招收植物地理学方向硕士研究生ꎬ
指导地理科学本科专业学生及植物地理学方向研

究生采集了大量贵州本地植物标本ꎬ其中以梵净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标本最多ꎬ其次为赤水

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在此期间采集的植物标

本为«贵州植物志» «贵州植被»的编撰提供了科

技支撑ꎮ 这一时期ꎬ屠玉麟、杨龙教授为植物标本

室的主要管理者ꎮ 至 ２００５ 年ꎬ随着杨龙教授指导

的最后一届植物地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ꎬ杨龙教

授退休ꎬ植物标本室的标本采集、制作工作陷入停

顿ꎮ 受教学经费短缺的影响ꎬ贵州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本科专业学生不再采集植物标本ꎮ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

室在近 ７０ 年的发展历程中ꎬ保存了«贵州植物志»
[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集体)]、«贵州植被»
(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贵州岩溶植被»
(获省级科技成果奖四等奖)、«台湾植被» «贵州

珍稀濒危植物»(获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 (获国家

环保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梵净山科学考察集»
(获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植被»
«台湾植被图及说明书»«台湾植被区划图» «台湾

珍稀濒危植物» «中国植物红皮书»台湾部分、«中
国自然保护图集»等划时代巨著编写过程中采集

的植物标本和文献资料ꎬ见证了贵州植物地理研

究的镏金历史ꎮ 其中ꎬ黄威廉教授编写的«台湾植

被»历时 １０ 年ꎬ填补了台湾植被学领域的空白ꎮ
在大陆出版后ꎬ台湾方面希望岛内出繁体字版ꎮ
黄威廉又进行了字体转换、增加各类植物群落照

片等后续工作ꎮ 最终ꎬ繁体字版于 １９９９ 年在台湾

岛内出版发行ꎮ «台湾植被»被吴征镒院士誉为

“是对海峡两岸和国际植物界都相当重要的研究ꎬ
是迄今为止有关台湾植被最系统、最完整的专

著”ꎬ而这部著作对于台湾的植物学研究和教学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台湾东海大学景观系主任赖明洲

评价:“大陆黄教授呕心沥血之作«台湾植被»深入

探讨了台湾地区的植被与植物群落ꎬ令人钦佩ꎬ影
响深远”ꎮ

１９８０ 年ꎬ黄威廉教授向贵州省政府呼吁拯救

草海ꎬ并组织科研力量ꎬ在深度调研和科学论证的

基础上ꎬ完成了«贵州草海排水后的生境变化与今

后的合理利用»调研报告ꎬ为草海生态系统的恢复

与合理开发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ꎮ 贵州省对这

一研究报告高度重视ꎬ成立了由省领导挂帅的领

导小组ꎬ开始按照黄先生的思路采取有效措施ꎬ大
力恢复草海的自然生态ꎮ

２　 植物标本室重新焕发新机

２.１ 危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

室自 １９５３ 年建立以来ꎬ受人员和经费的限制ꎬ从
未开展过馆藏植物标本的清查和整理工作ꎬ导致

本底情况不清ꎬ尤其是黄威廉、屠玉麟、杨龙教授

退休后ꎬ植物标本室处于停顿状态ꎮ
２.２ 机遇与创新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植物标本室搬入花溪大学城贵

州师范大学新校区理科综合实验楼ꎮ 植物标本室

保存条件得以改善ꎬ存储面积得以扩大ꎬ但依然本

底不清ꎮ ２０１６ 年ꎬ应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

植物标本馆的邀请ꎬ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

学学院植物标本室正式加入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

台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ꎮ 在中国数字植物

标本馆领导的指导下ꎬ计划盘活本植物标本室的

库存、摸清标本室的本底ꎮ
由于多年的闲置以及对库存状况不清ꎬ导致

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量较大ꎬ任务艰巨ꎮ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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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北京植物所植物标本馆领导以及贵州师范

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

下ꎬ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植物标本数字化及共

享团队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成立ꎬ并开始奋力工作ꎮ 历

经两年多的时间ꎬ全面清查、整理、数字化了库存

植物标本ꎮ 最终数字化１２ ０００余份植物标本ꎬ对其

中５ ０００余份植物标本进行了修复或增补采集记录

信息ꎬ最后向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ＣＶＨ 提供了

１０ ０４４份信息齐全的植物标本ꎮ 通过此次植物标

本数字化工作ꎬ彻底摸清了我院植物标本的家底ꎬ
盘活了标本室的库存ꎬ使得老一辈植物地理学家

黄威廉、屠玉麟、杨龙、王培善、方世昭等老先生 ６０
余年的科研成果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图版Ⅳ)ꎮ
通过植物标本的数字化工作ꎬ挖掘整理出老一辈

精彩的植物标本采集史和学术故事ꎬ在标本中发

现了吴征镒院士、洪德元院士、汤彦承、张宏达、李
恒、郑勉、曹子余等著名植物学家的墨宝ꎮ 同时ꎬ
通过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的开展ꎬ３ 年来ꎬ培养了

３００ 多名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环
境科学、自然地理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植物标本

采集、制作、鉴定及数字化的技能ꎮ 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在国家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焕发新机ꎮ

３　 植物标本室的展望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

室里的每一份植物标本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ꎬ每
一份标本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ꎮ

贵州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年获批“地理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ꎬ２０１４ 年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ꎬ
２０１６ 年开始招收植物地理学博士研究生ꎮ 进入新

时代的植物标本室ꎬ已经成为植物地理学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

成功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ꎮ 同年ꎬ以地理学

为引领学科的“喀斯特生态环境学科群” (黔教科

研发[２０１９]１２５ 号)获批贵州省世界一流学科群ꎮ
作为“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进

入了全新时期ꎬ重新焕发出生机ꎬ成为贵州科学事

业发展的重要基地ꎮ
致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著名植物地理学

家、植物分类学家黄威廉教授ꎬ因病医治无效ꎬ在

贵阳驾鹤西去ꎬ与世长辞ꎬ享年 ９７ 岁ꎮ 怀着无比

沉痛的心情ꎬ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我们敬重的黄威

廉老先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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